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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途：針對兩組以上的樣本平均數差異進行檢定，其檢定

方法為變異數分析。實際在檢定平均數的統計顯

著水準。

定義：係由該組每一個樣本數值與該組平均數的差之平方

所獲得，因而在計算全體樣本所要比較平均數的

變異情形，並著重在整體變異數等於組內及組間變異數。





優點：減少第一類型錯誤機率

使用：若僅有一個自變項，其因子在三個以上水準或類別。

→單因子變異數分析(ANOVA)或稱F檢定，即透

過一次計算來比較三者之間在平均數上的差異。



基本假定

資料常態性：假設樣本是抽取自常態化母群體，當樣本

數越大，常態化的假設越不易違反。

獨立性：被抽取的樣本是相互獨立。

變異數同質性：母群體變異數相同→運用雷文氏同質性檢

定來判斷。

隨機性：被分派各組的機率相同

可加性：樣本總變異數=組間的變異數+組內的變異數



實例計算



檢定步驟
一、研究問題：

了解三種教學法的學生成績是否有明顯的不同？

二、提出研究假設：



三、選用統計方法

1. 計算SSt（全部變異量）=SSw+SSb

2. 計算SSb（組間變異量）

3. 計算SSw（組內變異量）

4. 求組間及組內自由度

5. 計算MSb及MSw

6. 計算F值



四、宣稱犯錯機率

本題宣稱犯錯機率為.05，也就是統計顯著水準為.05。

五、裁決與解釋

本題查表F.05(2,27),單尾=3.35計算值4.6>3.35，落入拒絕

區，故拒絕虛無假設，接受對立假設，表示三種教學法之

間有明顯差異，結果的推論仍有5%的犯錯機率。



六、進行事後比較(了解哪些組別之間有差異)

各組人數相同：杜凱氏HSD法、紐曼-柯爾法

各組人數不同：薛費法

bm與bn分別代表所要比較的兩組平均
數
MSw為組內均方和
n為樣本數

q1-α(k,N-k)    k為組數

N-k為組內誤差的自由度





可以看出

啟發式法與傳統法比較的q1計算值大於查表值

戶外法與傳統法比較的q2計算值小於查表值

啟發式法與戶外法比較的q3計算值小於查表值



操作與解說

1. 以不同職務在校長遴選功能、遴選影響與遴選指標進

行變異數分析。

2. 如何運用一般線性模式來分析三組以上的平均數差異

呢？若要了解不同職務在校長遴選功能的差異。







在遴選影響之F值友達顯著水準；經
過薛費法事後比較得知，退休校長在
遴選影響上比國中小學教師、主任或
組長和現任校長有較同意的看法。


